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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理念下“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李小敏 

（武警工程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STEM 教育理念指的是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的教育，其具有跨学科、重
实践的特点，旨在培养创新型人才。基于 STEM 教育理念分析了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及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教学改革途
径，并举例进行了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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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

的竞争。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支撑服务科教兴

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2017 年 2 月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面向产业、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新工科建设。新工科建设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工程能力

的卓越工程师人才[1]。创新能力是指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是对知识的整合和独创性应用，创新的基石是扎实的知识储备、跨

学科复合型的知识体系。工程能力的培养需要在基于真实情境、具
有工程背景的实践活动中，积累工程知识，建立工程思维，锻炼工
程技能。STEM 教育理念起源于美国，旨在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

与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基本一致的。 

二、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电子技术基础教学 
（一）STEM 教育理念 
STEM 教育指的是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数学(Math)的教育[2]。STEM 中，科学是指对自然世界
客观规律的认识，通常包括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和科学探究活

动；技术是指使用、理解及评价技术的能力，通常包括工业设计、
电子、信息技术、技术素养等；工程是指人类改造世界的劳动和工
作经验，通常工程基于项目，整合多学科知识以解决显示生活问题；

数学作为科学中的一门学科被单独强调，是因为数学是其他科学、
技术和工程的理论基础。 

1、真实情境 
STEM 教育课程强调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亲自体验现实世界，

将学科知识融入实践过程，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基于

真实情境的真实问题，让学习者有代入感和沉浸感，提高其学习兴
趣，借助沉浸式学习激发深层学习动机。 

2、跨学科 
STEM 教育并不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的简单叠加，

而是强调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将相互独立的学科通过真实

情境的创设相互联系在一起，给予学生使用整体、联系的思维解决
实际问题的机会。在学生学习新知识时，原知识体系中各自独立的
学科知识不断被理解、运用、迁移，不但加强了单一学科知识的理

解深度，而且冲破学科藩篱构建了跨学科知识体系，同时在知识碰
撞中更容易产生创造性的灵感。 

3、重实践 
STEM 教育的落脚点还在于实践，前期设计精密的课堂活动以

及提供精良的活动设备都是为促使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实践活动，

将知识进行生产化的转变。工程实践是学习的主要环节，学生在实
践的过程中，为了完成项目需要将理论知识进行反复加工，即可查

漏补缺及时发现问题，又能层层深入加深知识理解。并在实践中掌
握现代技术工具，生成系统思维、工程思维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非结构化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等。 

（二）基于 STEM 的电子技术基础教学改革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是电子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

理论性、实践性和综合性，既要培养学生的电子电路相关概念和分

析方法，又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现阶段，电子
技术基础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该课程涉及知识点较

多；而且掌握晶体管、集成芯片等复杂抽象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和电
路分析，令学生普遍感到吃力；同时将理论知识与生活生产实际相

结合，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极度欠缺。 
STEM 教育理念与我国新工科要求下的理工科教育要求非常契

合，其综合性使学生摆脱单一学科思维界限，把孤立的知识联系起

来，从整体上认识世界，构建跨学科知识架构，同时注重真实生活
场景的建立，促使学生学以致用，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STEM 理念下的 555 定时器教学案例 
555 定时器是一种模拟和数字混合的中规模集成电路，结构较

为复杂，工作原理的分析较为繁琐，应用广泛，常用于波形发生和

变换电路，是电子技术基础的重要知识点。 
（一）创设情境 

2006 年以来，中国应联合国请求已向黎巴嫩派驻数千人次维和
人员，主要担负扫雷排爆、“蓝线”栽桩、工程建设与维护、医疗
救治、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战争中遗留的雷区，在战后依然对所

有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所以扫雷排爆工作非常危险也非常重
要。那么维和部队官兵是怎样进行扫雷排爆的呢？ 

课前推送维和部队官兵扫雷视频，以金属探测器为项目发布任

务书，引出本节课学习内容——555 定时器。 
（二）激活先知 

此阶段发布任务书并将学习者分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合作完
成资料收集、解析任务要求和自主学习等教学任务，可在线上进行。 

任务书包含：（1）介绍物理学中电磁感应原理，简单分析探究

金属探测器的工作原理：无磁芯的电感元件靠近金属物体后，由于
电磁感应原理会改变自身的电感值。由学生自己收集补充资料自主

学习掌握。（2）分解任务，波形产生电路驱动扬声器发声，电感的
电磁现象转化为声音信号。（3）555 定时器包含电压比较器、RS 触
发器，及由三极管和门电路构成输出部分。布置相关知识的复习任

务。 
（三）学习新知 
利用图形化工具分析 555 定时器芯片功能及其常见应用电路单

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和多谐振荡器，并利用数学中微积分知
识，分析输入输出波形的相关特征。 

（四）深入加工 
引导学生基于 555 定时器设计简易金属探测器，估算产生波形

的参数，并使用 EDA 软件进行仿真验证。最后在电子综合实验室中，

搭建电路并进行金属探测功能验证。 

四、结语 
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电子技术基础授课，基于科学和数学，

面向技术和实践，使学生在完成本门课程时，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
又有跨学科的意识和综合性的知识体系，熟练掌握常用技术工具，
具有分析、设计、制作实际应用电路的工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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